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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探访11处创意产业：创意让老厂房借文化还魂

三三大大瓶瓶颈颈制制约约创创意意产产业业
济南创意文化产业刚刚起步，记者探访三家“民间组织”创意园区发现，由于人

才、资源等因素制约，在起步时或多或少遇到了瓶颈。

4日，在济南西街工坊创
意园区，人气最高的地方是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园区有
2000平米是免费租给大学生
用来创业的。每个大学生享受
的空间是20平米，免租费暂定
是一年。雕塑、油画、版画、舞
蹈……活跃在各大艺术领域
的绝大多数是这些初出茅庐

的年轻人。园区目前还缺少一
些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这种

“名人效应”的缺乏在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着园区的发展。

山东意匠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奎认为，创意产
业最主要的宗旨和概念是崇
尚个人的创造，崇尚创新。要
实现这些目标，人才是绝对的

核心。但是济南作为二线城
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各类硬件
不达标，各类高端人才往往去
北京、上海。其实，济南走出去
的艺术家有很多，如高氏兄
弟、韩美林等，如果这些人能
够在济南的文化产业园入驻、
建立工作室，将大大提高济南
园区的影响力。

创意园区缺乏名人效应

4日上午，济南创意羲古
产业园区有些冷清，园区入驻
率刚刚过半。

园区商管负责人王健介
绍，文化创意产业都不想全盘
商业化，基于这一点考虑，园
区多数时间都是亏本运营。由
于创意产业经营利润周期长，
招商困难，再加上园区面积较

小，很多资深创意产业不愿搬
迁等问题，园区工作室入驻率
只有60%左右。

西街工坊创意园区总经
理彭岚说，园区最初的理念是
借鉴北京“798创意园区”，但
是后来发现园区的商业味越
来越浓，他们也有些担心“变
质”：不能过于商业化。目前在

坚守文化阵地的基础上，在招
商的时候尽量面对一些创意
设计类的行业。像KTV、酒
店、餐饮等虽然回收成本快，
但目前尽量避免他们入驻。

文化和商业关系上，在刘
奎看来，既然是文化产业，就一
定要商业化；只有商业化运作
成功，文化和产业才能结合。

园区入驻率不高亏损经营

创意产业的成长条件首
先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即人才，
有一个创业的集群和人力资
源。其次是文化、环境；再次是
资本和制度。

王建说，创意羲古产业园
区周边大量环绕的都是居民
区，这对园区发展产生了巨大
的限制。创意产业发展氛围无
法营造，也就不能扩大产业园
区范围，无法带动周边商家向

创意产业方向发展。
近期，政府提出了经二路

沿线老商埠改造计划。王健认
为，这完全可以和创意羲古产
业园区的工作相结合来共同
发展济南创意文化产业。将老
商埠改造掺入济南文化特色，
为创意产业园区提供良好的
文化发展环境。从而带动周边
商家发展创意产业，真正实现
创意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对此，刘奎深表赞同，不
应脱离城市来谈文化产业发
展。在二线城市中，文化园区
规模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适合
济南发展的才是最好的。

济南市规划院副总规划
师田洁认为，在旧城区改造、
主城区保护这方面，济南还是
比较粗放的，基本上是推光重
建，这样不利于发挥文化的传
承。

创意产业氛围营造不足

本报记者 喻雯
见习记者 万兵
实习生 王雪芃

济南作为一座历史文
化名城，文化创意产业现状
如何？目前发展遇到了怎样
的问题和瓶颈？未来有无统
一规划和政策支持？

济南市规划院副总规
划师田洁介绍，根据课题组
的调查，目前正在做的和已
经做成的载体大概有11处，
主要分布在老城，规模不是
很大，相对也比较分散，主

要是利用老城里的建筑。
“创意产业最基本的条

件就是人才，有一个创业的
集群和人力资源。”田洁说，
相对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济
南文化消费刚刚达到临界
点。创意环境还需要再提
升，包括人才的引进、创意
阶层的培育、公共平台的建
设、民间协会的组织。

创意经济有个培育过
程，创意本身是一个重要的
产业甚至会成为支柱产业，
在上海创意经济已经成为
支柱产业。能否超过经济总

量的7%是衡量该产业成为
支柱产业的标准，目前上海
的创意经济已经超过 9%，
美国是20%-25%，差不多1/4

的经济产出是创意产业。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政

府的支持政策尤为重要，北
京上海等城市都是如此。目
前济南对文化创意的调研
课题刚刚起步，与此有关的
指导部门是宣传部的文化产
业办公室。全市范围内统一
的规划还没有，下一步有关
部门会通过更为深入的调研
出台有关推进政策。

济济南南创创意意产产业业有有待待政政府府支支持持

开放明亮的展馆、
风格迥异的艺术工作
室……无论是纬七路9
号的创意羲古产业园
区，还是营市西街的西
街工坊，都成为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近日召开
的第二届“泉城规划沙
龙——— 创意产业发展
与规划”交流会透露，
济南目前有11处创意
产业。这些创意产业现
状如何？又面临哪些问
题？记者对此进行了探
访。

羲古产业园区主体虽然
不大，只有三层，但层次错落
的设计和水泥原色的墙面却
足足地流淌出浓厚的“创意
味儿”。负责人介绍，在摸索
创意产业发展道路的过程
中，园区为了凸显“非商业
化”的创意产业路线，要求商
家与工作室的室内装潢要着
意体现创意。

相比之下，西街工坊虽
然外表乍看现代得多，更像
是一般的写字楼，但走进内
部，个性十足的涂鸦、粗糙的
水泥墙、原厂房里裸露的管
道……无一不显示着这个建
筑、这个园区与一般写字楼
的迥然不同。

然而，无论外观如何，这
些文化产业园内部都由一个

个风格迥异的创意工作室组
成。从书法、摄影、舞蹈等传
统门类到蛋雕、3D画等现代
艺术，每个工作室尽管面积
都不大，但表现出的却是与
众不同的个性。除了工作室，
园区还设有艺术展示区，不
定期展示包括雕塑、书法、绘
画等艺术品。

西街工坊的负责人彭岚
介绍，园区为每个入驻创业
大学生都提供20平米的工作
室，并且在第一年免除租金，
除此以外，园区还提供了专
业的导师团队提供专业指导
和创业咨询服务。“比如有个
原创舞蹈工作室，开始根本
无法维持，就是整个团队为
他们出谋划策，建议他们先
兼做培训，并找来了首批的8

个学生。”彭岚说。
这一系列的优厚条件自

然而然吸引了不少热爱艺术
的年轻人在此扎根。“现在已
经有40个团队、共100多个大
学生入驻。”彭岚说，“还有不
少登记报名的大学生期待加
入。”最早入驻于此的潘宏，
主要承接3D、4D立体画的制
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潘宏
不仅带着他的团队牢牢地扎
根在了这里，而且成功地实
现了盈利，注册了自己的文
化艺术公司。

刚入驻一个月的聂勇强
也是被西街工坊的人文环境
和优厚的扶持政策吸引，刚
刚毕业就选择这里作为创业
的起点，注册了自己的传媒
公司。

艺术大学生扎根皮鞋厂老厂房

据彭岚介绍，西街工坊
的建成本身源自一场“机缘
巧合”。“这里原来是济南皮
鞋厂，通过拍卖我们获得了
这块场地，用了一年时间规
划，最终在政府的引导下决
定做文化产业。”彭岚说，接
手时这里可以说是一片狼
藉。

事实上，不仅是皮鞋厂
的老厂房，上世纪50年代的
苏式仓库如今也正在建茶文
化创意产业园，曾经的英美
糖酒公司办公楼现在成了创
意羲古产业园区……饱经沧
桑的老建筑和标新立异的艺

术区有意无意间就连起了一
根根纽带。

山东意匠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奎长期关注文
化产业的发展。他坦言，在历
史遗存资源的基础上建立文
化产业园，把老建筑的历史
文化底蕴赋予其中，往往使
之更有张力。“这本身就是资
源的一种优化整合。”刘奎
说。

也正因如此，各个园区
在规划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原来
的建筑。西街工坊仅对原有
厂房的外墙和内饰进行了改

造，4 . 5米的层高、粗糙的墙
面、暴露的管道……用彭岚
的话说，“现代感十足，又保
留了历史和工业原貌。”

茶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名
字“济南1953”则恰恰是来
源于苏式(前苏联)仓库的建
筑时间1953年。此外，园区
在老仓库原有的铁路专线基
础上，专门引进了几节绿皮
车厢和火车头，融入“茶马古
道”文化元素加以设计改造，
把原有的站台就地改造成了
茶吧、茶餐厅，体现出现代时
尚与自然古朴相交融的特
色。

苏式老仓库变身茶文化创意园

既然是文化创意产业
园，那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文
化。几个园区的负责人都表
示，园区一直坚持“非商业
化”，彭岚更是表示要“坚守
文化阵地”、“真正做点文
化”。据彭岚透露，为了“文
化”这个核心，西街工坊前期
招商中，甚至没有接受一个
KTV或酒吧的入驻，只接纳
了少数的餐饮。

彭岚介绍，西街工坊作
为济南首批重点文化产业园
之一，最初借鉴的是北京

“798”的理念，但现在却不大
提了，原因就在于“798的商
业味太重了”，西街工坊却要

走另外一条路，把基调定位
在“文化”上。

“槐荫区文化底蕴厚重，
虽然没有泉水，但是民俗方
面文化也很丰富。”回顾最初
建立文化产业园的时候，彭
岚表示那时困难重重，从整
个大环境上来说并没有可借
鉴的经验，但她坚信文化产
业做起来“潜力大、后劲足”。
在以后的发展上，彭岚也一
如既往地把文化放在首位，
把西街工坊建设成“文化味
道浓、商业味道轻”的园区。

广友集团办公室工作人
员邹莉谈及建立“济南1953”
初衷时也表示，茶叶市场不

光要发展，“更要有文化的提
升”。邹莉介绍，老仓库是天
然的地域优势，拆了太可惜，
在此基础上改造后，发展茶
交易、茶文化、茶旅游等，可
以更好地体现文化氛围。“茶
商本身也想提升自己，向‘文
化人’转变。”邹莉称。

然而，文化想发展成产
业，终究离不开商业做保障。

“既要有精神，又要有物质”
是彭岚对园区发展的概括。
邹莉也坦言，没有商业是不
行的。目前，“济南1953”的招
商已进入尾声，围绕着“文化”
这一核心经过严格筛选后，将
有四五十户商家入驻园区。

坚坚守守文文化化却却没没有有利利润润
引引入入商商业业怕怕铜铜臭臭味味浓浓

延伸调查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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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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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皮鞋厂锅炉房被改造成小型博物馆后，烟囱被原样保存下来。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济南1953在原苏联式仓库基础上改扩建。本报记者 张中 摄

西街工坊承载着许多刚毕业大学生的文化、艺术创业梦想。本报记者 张中 摄

西街工坊是在皮鞋厂原厂房的基础上扩建改造而成。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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